
www.xinminweekly.com.cn74

COLUMN人情时刻

在重新阅读的书中，最有所获的是一本

灵学之书《与神对话》。20 年前读时带一点

猎奇之探，所有的领悟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自

以为明白的自信。而现在倒反而有了虚心反

问自己的空间，发现自己不完全明白，但又

隐约地感受到其中道理的启迪。特别是提到

灵魂与精神的永恒，相对物质只是暂时借用

非拥有的价值观。这倒让我有了很大的启发，

特别对应到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如金钱、物

件和艺术收藏，所有的物质与你相遇是有时

期、也必有其原因，但是都

不属于你的，而是与它们相

遇之后，对于你精神上的启

动与共鸣才是真正的拥有。

这让我想到最近一件新

的艺术品收藏：周碧初先生

的《碧云寺》。周碧初早年

留法学美术，回国后经过一

段时间的旅行居住后，侨居

印尼十数年，直到中年再返回上海。他一生

淡泊名利，专注于美术教育和创作。30年前，

我收藏第一件他的作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

近代华人艺术家中，受印象派“点画法”影

响而延展出自己的创作风格艺术的前辈；他

的“点画法”不完全照着西方论述，自带属

于华人才有的水墨点笔法。

而经过了那么多年后，近期收藏这件《碧

云寺》，除了周碧初的原因之外，还因我少

年时在台湾台南老家附近的关子岭有一座庙，

建立于 200 年前，也叫“碧云寺”，记得少

年时常常周末步行上山游玩。关子岭温泉是

出名的，它最有名的景点在碧云寺附近，有

着水火同源的景观，关子岭的碧云寺也是附

近道教的圣地道场。而周碧初先生所绘的碧

云寺则在北京香山脚下，是14 世纪所建的庙

宇，充满着历史痕迹，但是给我最深的印象

是有一棵大杏树，许多游客的旅游拍摄常常

以这棵杏树为主景。周先生所绘的北京碧云

寺与我相遇，确实有着 80 年的流转过程，这

件作品画于 40 年代，周先生从法国回中国，

可能旅游至北京所绘，以画面看应该是夏末

秋初，庙宇边的绿树犹在而远山已经秃黄。

这件作品在周先生决定

移民印尼时随身携带，并于

印尼雅加达的一次艺术大展

中展出过，最后被当地藏家

所收藏；所以在许多追溯周

先生作品文献中是没有看见

这件作品的印象，这也让我

初见时有着意外的惊喜。这

次的出现是印尼侨居前藏家，

也是当年与周先生一起为印尼苏哈托总统编

辑美术文献的另外一位艺术文献工作者的后

代家属提供，回到了国内艺术拍卖市场。经

过了70 年又返回国的画，保持完好但也已蒙

尘老旧，却丝毫没有让我失望，因为我依然

可以感受到周先生的文艺美感，和那个时代

北京碧云寺的气味。

我刻意上网搜寻北京碧云寺的消息——

直到去年终于整修完成，于10月初重新开放。

在新的旅游照片中发现，同一个视角碧云寺

外的香山是绿意盎然的，也突显了这些年来

北京绿化的成绩。我不知道我可以陪伴这张

画多久，但这绝对是一场美丽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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